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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创新理论、竞争力理论和可持续竞争理论为基础，在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后，采
用将熵权法与灰色综合评价法相结合的方法，建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评价方法，并以四川省“十二五”期间

的重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归纳总结排名靠前企业共有的经验、排名靠后企业共存的问题，

从而得出结论与启示，旨在为企业经营者和政府部门提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评价方法，并为外部投资者进行

农业企业价值预测和决策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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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强化科技创新
驱动，引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已成共识。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对推动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１］，但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效果如何、对项目承担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提升如何评价等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目前，对我国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简称农转资金）的研究可以分为理论

研究和实证研究两方面。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农转资金实施

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等；实证研究以农业科技转化资金的评价研究居多，如徐彬等

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四川省成都市农业科技成果进行了实

证研究［２］；王志丹等通过对９６６家不同类型农业科技创新主
体进行问卷调研，对其在获专利授权数、带动农户能力、产品

销售收入３个方面进行绩效评价和比较研究［３］；张琳等在系

统研究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绩效状况的基础上，构建

适合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绩效评价体系，并对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全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的绩效状况进行评
价和分析［４］；刘笑冰等对我国不同技术领域、不同区域以及

不同性质单位的农业技术成果转化资金，运用综合评价方法

进行综合绩效评价［５］。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归纳分析可知，农

转资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资金绩效的评价，对于农转资金项

目的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尚处于起步阶段，所进行的研究往

往集中于区域内农业科技转化的评价，但缺少对农转资金承

担主体企业的综合创新能力分析，对于其创新绩效的研究更

是少见。本研究在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评价指标

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创新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可持续发展

理论，采用将熵权法与灰色综合评价法两者有效结合的方法，

建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评价方法，并以四川省“十

二五”期间的重大农业科技转化项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

归纳总结排名靠前企业共有的经验、排名靠后企业共存的问

题，从而得出结论与启示。本研究丰富了农业科技创新评价

理论，对于政府部门、农业投资者及农业管理者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１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评价指标设置原则

本研究在对农业科技转化项目创新绩效进行评价时，希

望可以突出农业科技创新活动的本质特点，为实现评价目标，

在指标设置时遵循４个基本原则：第一，全面性原则。科技创
新绩效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体系，囊括了从创新投入

到经营绩效多方面的内容，应力求评价指标的全面性、系统

性。第二，科学性原则。应围绕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绩效实

质进行指标选取，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能够突出农业科技创新

活动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还能兼顾数据的可得性和指标的可

比性。第三，可操作性原则。创新绩效评价方法的研究在于

应用，选取的指标必须便于从企业获取可靠数据和准确量化。

第四，突出性原则。根据评价目的和评价内容进行指标的选

取，突出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自身的特点，实现指标之间内在的

联系，力求实现创新绩效评价方法的独创性。

２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评价模型构建

２．１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当前，学者们提出的农业科技创新绩效指标体系内容各

异，针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更

是鲜见，原因主要有２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农业科技转化涉
及的情况复杂多样，涉及的内容非常具体，影响其创新绩效的

评价因素各式各样；另一方面是学者们选择的研究对象不同，

对研究对象的内外部环境考虑的侧重点不同，致使对其创新

绩效评价指标的筛选过程会有所侧重。基于对农业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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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创新绩效评价指标设置的基本原则，本研究构建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１）。首先，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创新投入能力方面。技术创新的不断投入是企业可

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技术创新能力同企业业绩呈正相

关［６］，而影响技术创新投入最主要的因素是研发投入水平、

外部融资额及研发人员密度。其中，研发投入水平既衡量了

研发投入的强度又体现了对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视程度，选择

技术人员密度和高端农业人才引进数量２个指标，既考虑从
事农业活动影响的人力资本技术投入，又考虑长期发展对技

术劳务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突出考虑农业技术人员对农业科

技创新的影响。外部融资额体现了农业科技转化项目的外部

资金保障水平，研发投入率体现了研发投入的强度和对技术

创新能力的重视程度。其次，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新产

出能力方面。从技术产出和经济产出２个角度加以考虑。技

术产出方面，以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产出为视角，选用国内专

利授权量、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数、转化科技成果数、新建科

技示范基地数、新改扩生产线数等５个二级指标近似表示。
经济产出方面，从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２个层次考虑，前者
用销售毛利率反映创新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企业整体盈利能

力的影响，后者选用出口创汇收入反映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企

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最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可持续发

展力方面。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

持续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能力，它来源于其所特有的那些有

价值的、稀缺的、不可复制的异质性资源［６］。农业科技转化

的可持续发展力源于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水平，因此，选取产

业交叉融合度、成果转化推广面积、培养农业专业人才、培养

新型农民４个二级指标近似表示企业创造超额利润和市场价
值的可持续性。

表１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评价指标设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界定

创新投入能力Ｂ１ 技术人员密度（Ｘ１１） 研发技术人员／全部职工人数
人才引进（Ｘ１２） 高端农业科技人才的引进数量

外部融资额（Ｘ１３） 含财政投入、股权融资、风险投资、银行贷款

研发投入率（Ｘ１４） 研发支出／营业收入
创新产出能力Ｂ２ 国内专利授权量（Ｘ２１） 专利、发明专利、鉴定成果、新品种、软件著作权、行业技术标准

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数（Ｘ２２） 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的数量

转化科技成果数（Ｘ２３） 科技成果培育转化数量

新建科技示范基地数（Ｘ２４） 新建科技示范基地数量

新改扩生产线数（Ｘ２５） 新建、改扩建生产线数量

销售毛利率（Ｘ２６） 新增利税／营业收入
出口创汇收入（Ｘ２７） 产品出口创汇收入

创新可持续发展力Ｂ３ 产业交叉融合度（Ｘ３１） 带动上下游产业实现产值数量

成果转化推广面积（Ｘ３２） 成果转化推广面积

培养农业专业人才（Ｘ３３） 培养农业专业人才的数量

培养新型农民（Ｘ３４） 培养新型农民的数量

２．２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评价模型的构建
２．２．１　熵权法　熵权法是一种对数据进行客观赋权的方法，
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采用如下主要步骤：首先，对数据进

行无量纲化处理。本研究选取的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即数值

大小同反映内容好坏同向变动），无须进行方向转换，但指标

数值之间存在数量级的不同，因此须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

处理。本研究选用 ｍｉｎ－ｍａｘ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即新数
据＝（初始数据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Ｍｉｎ－ｍａｘ
标准化后的数据值介于０～１之间，为确保熵权法计算结果有
实际意义，将标准化后所有数据正向移动１个单位，使最终得
到的各指标数据介于１～２之间［６］。然后按照顺序先后，根据

公式（１）计算ｉ评价对象ｊ指标值占所有评价对象ｊ指标值之
和的比重Ｐｉｊ。其次，根据公式（２）计算 ｊ指标的熵值 Ｅｊ。再
次，根据公式（３）计算变异系数Ｇｉ。最后，根据公式（４）计算ｊ

指标的权重。其中，∑
ｎ

ｉ＝１
Ｗｊ＝１，得出的熵权即为构建农业科技

转化创新指数中的权重。

Ｐｉｊ＝ｒｉｊ／∑
ｍ

ｉ＝１
ｒ（ｍ为样本数）； （１）

Ｅｊ＝（－ｌｎｍ）∑
ｍ

ｉ＝１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 （２）

Ｇｊ＝１－Ｅｊ； （３）

Ｗｊ＝Ｇｊ／∑
ｎ

ｉ＝１
Ｇｊ（ｎ为指标数）。 （４）

２．２．２　灰色综合评价方法　灰色综合评价方法是以灰色关
联分析为指导，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来比较不同对象的优劣

程度的方法，具体计算步骤如下：首先，确定最优指标集。从

不同评价对象的同一指标中选取一个最优值，将各评价指标

的最优值组成最优指标集。由于本研究选取的均为正向指

标，因此选择各个指标中的最大值作为指标组成的最优指标

集，记为Ｕ ＝（ｒ０１，ｒ０２，…，ｒ０ｎ）。其次，将最优指标集和其他

指标集共同组成矩阵 Ｚ＝
ｒ０ｊ
ｒ[ ]
ｉｊ

。ｒｉｊ表示第 ｉ评价对象第 ｊ个

指标的标准化数据，其中，ｉ＝１，２，３，…，ｍ；ｊ＝１，２，３，…，ｎ。
最后，灰色关联系数的计算及评价矩阵的确定。经过上述处

理，将最优指标集和各评价对象指标分别定为参考序列和比

较序列。第ｉ个评价对象和最优指标集的第 ｊ个指标之间的

灰色关联系数 ｐｉｊ＝
ｍｉｎｉｍｉｎｊ｜ｒ０ｊ－ｒｉｊ｜＋ξｍａｘｉｍａｘｊ｜ｒ０ｊ－ｒｉｊ｜
｜ｒ０ｊ－ｒｉｊ｜＋ξｍａｘｉｍａｘｊ｜ｒ０ｊ－ｒｉｊ｜

，其

中ｉ＝１，２，３，…，ｍ；ｊ＝１，２，３，…，ｎ。其中，ξ∈［０，１］为分辨系
数，一般将其取值 ξ＝０．５；ｍｉｎｉｍｉｎｊ｜ｒ０ｊ－ｒｉｊ｜为两级最小差，
ｍａｘｉｍａｘｊ｜ｒ０ｊ－ｒｉｊ｜为两级最大差，两者均为常量。第 ｉ个评价
对象的第ｊ个指标ｒｉｊ距其最优指标集的第ｊ个指标ｒ０ｊ愈近，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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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０ｊ－ｒｉｊ｜愈小，灰色关联系数 ｐｉｊ愈大，表明此评价对象与最优
指标越接近，显然，ｐｉｊ∈（０，１］。最后将 ｐｉｊ组成评价矩阵 Ｒ＝
［ｐｉｊ］ｍ×ｎ。
２．２．３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评价模型的生成：权重与
灰色关联度的线性集成　通过评价指标的选取和指标权重的
设置，将权重与灰色关联度进行线性集成，最终构建的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评价模型如下。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评价得分 ＝∑创新投入能
力＋∑创新产出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
其中：∑创新投入能力 ＝∑Ｗｊ×ｐｉｊ，ｊ＝１１，１２，１３，１４；∑创新
产出能力＝∑Ｗｊ×ｐｉｊ，ｊ＝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７；∑可持续发
展能力＝∑Ｗｊ×ｐｉｊ，ｊ＝３１，３２，３３，３４。

３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评价实证分析

３．１　样本选取、数据来源及指标预处理
根据上述构建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以四川省“十二五”以来完成的１４２个重大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涉及农畜超级种专

项５９个、优势特色现代农业专项 ８３个，１４２份问卷全部收
回，剔除无效问卷３份，得到有效问卷１３９份。问卷调查表涵
盖了所有评价指标，当然，部分指标根据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根据上述提到的无量纲化处理方式，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最终得到的各指标数据介于１～２之间。
３．２　权重的计算

根据上述熵权法计算步骤及公式，计算出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指标权重值（表２）。

表２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确定

一级指标及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值

创新投入能力Ｂ１ 技术人员密度（Ｘ１１） ０．１６０
０．３３３ 人才引进（Ｘ１２） ０．０５８

外部融资额（Ｘ１３） ０．０７５
研发投入率（Ｘ１４） ０．０４１

创新产出能力Ｂ２ 国内专利授权量（Ｘ２１） ０．１１２
０．５１６ 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数（Ｘ２２） ０．１０９

转化科技成果数（Ｘ２３） ０．０７５
新建科技示范基地数（Ｘ２４） ０．０２９
新改扩生产线数（Ｘ２５） ０．０８６
销售毛利率（Ｘ２６） ０．０２９
出口创汇收入（Ｘ２７） ０．０７５

创新可持续发展力Ｂ３ 产业交叉融合度（Ｘ３１） ０．０３８
０．１５１ 成果转化推广面积（Ｘ３２） ０．０３４

培养农业专业人才（Ｘ３３） ０．０２９
培养新型农民（Ｘ３４） ０．０５０

３．３　实证结果与结论分析
通过灰色关联系数的计算及评价矩阵的确定，计算得出

样本企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评价得分，并按照综合

创新绩效得分进行排名（限于篇幅，表３为排名前２０位的企
业，表４为排名后２０位的企业）。得分越高，表明其科技创新
投入能力、科技创新产出能力、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力越强。

表３　前２０位样本企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综合创新绩效排名

编号 项目编号
得分

综合创新绩效 创新投入绩效 创新产出绩效 可持续发展绩效

１ ２０１２ＮＣ００２２ ０．３１５ ０．３２６ ０．３２７ ０．２５２
２ ２０１２ＮＣ０００８ ０．３００ ０．２７１ ０．３１５ ０．３１３
３ ２０１３ＮＣ０００９ ０．２９８ ０．３１６ ０．２９８ ０．２５４
４ ２０１３ＮＣ００４７ ０．２９６ ０．３７１ ０．２６１ ０．２５０
５ ２０１３ＮＣ００４６ ０．２９５ ０．３７１ ０．２５９ ０．２５０
６ ２０１１ＣＮＺ００１３ ０．２９４ ０．２５４ ０．３３２ ０．２５０
７ ２０１３ＮＣ００４５ ０．２９４ ０．３７１ ０．２５６ ０．２５２
８ ２０１４ＮＣ０００１ ０．２９３ ０．３１２ ０．２９２ ０．２５４
９ ２０１３ＮＣ００４４ ０．２９２ ０．３７１ ０．２５２ ０．２５３
１０ ２０１３ＮＣ００４９ ０．２８９ ０．３６０ ０．２５５ ０．２５０
１１ ２０１３ＮＣ００４８ ０．２８９ ０．３６０ ０．２５４ ０．２５１
１２ ２０１１ＣＮＺ０００９ ０．２８９ ０．３１４ ０．２８４ ０．２５２
１３ ２０１３ＮＣ００５０ ０．２８９ ０．３５９ ０．２５４ ０．２５０
１４ ２０１１ＣＮＺ００１５ ０．２８８ ０．２７１ ０．３０６ ０．２６２
１５ ２０１３ＮＣ００２５ ０．２８４ ０．３２１ ０．２７１ ０．２５０
１６ ２０１３ＮＣ００１１ ０．２８０ ０．２６１ ０．２９９ ０．２５２
１７ ２０１３ＮＣ００３４ ０．２７９ ０．２６０ ０．３００ ０．２５０
１８ ２０１１ＣＮＺ０００３ ０．２７９ ０．２５５ ０．３０２ ０．２５２
１９ ２０１２ＮＣ００１１ ０．２７９ ０．２６２ ０．２９８ ０．２５１
２０ ２０１１ＣＮＺ００２３ ０．２７８ ０．２７５ ０．２８８ ０．２５１

　　通过分析样本企业综合创新绩效得分的排名结果及实证
分析过程中整合的创新投入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创新可持续

能力等单项指标指数可知：（１）从权重计算结果来看，创新产
出能力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得分中所占的权重最

高，说明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

效的凸显作用。１５个二级评价指标按照变异系数大小分为３
档：技术人员密度、专利授权量和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数３个
指标最为重要，其权重之和达到３８．１％；其次是人才引进、外
部融资额、出口创汇数、转化科技成果数和新改扩生产线数，

其权重之和接近３７％；其他指标权重之间差异不大，对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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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后２０位样本企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综合创新绩效排名

编号 项目编号
得分

综合创新绩效 创新投入绩效 创新产出绩效 可持续发展绩效

１ ２０１２ＮＣ００１０ ０．２５４ ０．２５７ ０．２５２ ０．２５０
２ ２０１４ＮＣ００２９ ０．２５４ ０．２５６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０
３ ２０１１ＣＮＺ００１４ ０．２５４ ０．２５６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１
４ ２０１１ＣＮＺ０００５ ０．２５４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４ ０．２５２
５ ２０１１ＣＮＺ０００７ ０．２５４ ０．２５７ ０．２５２ ０．２５０
６ ２０１３ＮＣ０００８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２ ０．２５５ ０．２５０
７ ２０１２ＮＣ００１５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５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１
８ ２０１４ＮＣ００１６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５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０
９ ２０１４ＮＣ００１５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４ ０．２５０
１０ ２０１１ＣＮＺ０００１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５ ０．２５２ ０．２５０
１１ ２０１３ＮＣ００３１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７ ０．２５１ ０．２５０
１２ ２０１３ＮＣ０００２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６ ０．２５１ ０．２５０
１３ ２０１３ＮＣ００３８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１ ０．２５４ ０．２５０
１４ ２０１２ＮＣ００２４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０
１５ ２０１４ＮＣ００２２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４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０
１６ ２０１４ＮＣ００１１ ０．２５２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２ ０．２５０
１７ ２０１４ＮＣ０００６ ０．２５２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１ ０．２５０
１８ ２０１３ＮＣ００１４ ０．２５１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０ ０．２５０
１９ ２０１４ＮＣ００１９ ０．２５１ ０．２５２ ０．２５１ ０．２５０
２０ ２０１１ＣＮＺ００１１ ０．２５１ ０．２５０ ０．２５２ ０．２５０

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影响力相当。

　　（２）排名靠前企业共有的经验。本研究按照综合创新绩
效得分的高低选取排序前２０位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其
综合创新指数、创新投入指数、创新产出指数、创新可持续指

数的关联度趋势见图１。由图１可知，第一，创新投入能力普
遍较高。前２０位企业的平均技术人员密度达到４９％，大幅
领先于样本企业１９％的平均技术人员密度，员工的整体素质
普遍较高。融资约束较低，前２０位企业的平均外部融资额达
到４５００万元，高于样本企业２０００万元的平均外部融资额；
外部融资方式呈现多样化，机构投资和个人投资占比普遍高

于银行贷款，股权筹资已经成为前２０位企业的主要筹资方
式。第二，创新产出能力普遍较高且均衡。前２０位企业的平
均专利授权量为９．５件，远高于样本企业３．５件的平均专利
授权量；获得省部级以上的奖励数平均为０．７５项，远高于样
本企业０．２项的省部级以上的平均奖励数；销售毛利率达到
３４％，高于样本企业１９％的平均毛利率，盈利能力较高，体现

出较好的成长性。第三，从几何图形看，围绕综合创新绩效曲

线，前２０位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及创新可持续指数曲
线收敛性较高，大体上与企业的创新能力的趋势相符。另外，

创新可持续指数曲线与综合创新指数曲线拟合度较高，表明

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基础优化作用明显。第

四，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与区域科技服务业的发展趋势相符。

前２０位企业中，成都市的农业科技转化企业占比达６５％，这
与成都市科技创新驱动战略对当地科技服务业发展的重视程

度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密不可分，促进了成都市农业

科技服务产业的发展；其次是眉山市，占比为２０％，主要是因
为眉山市政府高度重视泡菜产业发展，举全市之力强力推进，

已将东坡泡菜产业打造成“百亿”级产业。

　　（３）排名靠后企业共存的问题。根据上述思路，按照综
合创新指数的高低选取排序后２０位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其创新绩效的关联度趋势见图２。由图２可知，第一，创
新投入能力较低，技术人员匮乏。后２０位企业的平均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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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密度仅为６．５％，员工整体素质不高，其研发投入率仅为
２３％，这些都会影响公司创新活动的后劲。融资约束较高，
后２０位企业的平均外部融资额仅为４９０万元；仅有１家企业
获得机构投资者的投入，外部融资方式以财政科技经费投入

和抵押贷款为主，产业化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量极度紧张且难

以获取。第二，创新产出能力普遍较差。后２０位企业的平均
专利授权量仅为０．４５件；获得省部级以上的奖励数平均为
０；销售毛利率仅为１３％，低于样本企业１９％的平均毛利率。
第三，从几何图形看，围绕综合创新绩效曲线，后２０位企业的
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及创新可持续指数曲线分散性较高，反映

出创新能力的不均衡性。且创新可持续指数曲线与综合创新

指数曲线拟合度较低，整体上低位运行，说明可持续发展能力

较差。第四，后２０位的企业中，成都市的企业仅有１家，大多
分布在科技服务产业发展较慢的区域。

４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创新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

论，通过将熵权法与灰色综合评价法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评价方法，并以四川省“十二五”期间

的重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

明，首先，技术人员密度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的提升

意义重大。农业科技企业的高管在加大 Ｒ＆Ｄ投入力度的同
时，应大力提高研发人员的素质，通过引进和培养高素质的研

发人员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而为企业创造超额利润

和价值。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农业企业在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

养方面的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对农业科技服务行业中的人

员进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业技术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能力

水平；优化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方式，鼓励高校为农

业科技服务行业储备相关人才。其次，从专利数量看，专利在

样本企业之间的分布不均衡，大部分企业的专利授权量较少、

创新能力较弱。从专利质量来看，代表技术含量更高的发明

专利在样本企业中差距更是悬殊。前２０位企业发明专利数
量均值是后２０位企业均值的６．５倍。因此，农业企业高管及
政府部门应鼓励企业追求“高精尖”领域的创新，并推动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再次，农业科技转化创新方向应契合

区域优势特色农业产业，提高转化技术成熟度。以“一带一

路”倡议为导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

力。同时，应通过农业科技政策牵引，财政资金引导，项目带

动，建立多层次、多部门协同机制，引导涉农企业、国际金融机

构等多领域、多形式地参与农业科技转化项目。最后，外部投

资者可以通过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绩效排名了解公司在综

合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等方面的基本状况，进而

对其市场估值进行判断，并为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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